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在南丹采访的几天，我遇到了几拨到访的
客人：广西民族博物馆纪录片巡展的工作人
员、广西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培训班的师生、来自伦敦大学的人类学博士
生。他们中的有些人已不是第一次来南丹。
被问及对这里的印象，他们不约而同用了

“动人”一词。
的确，这是一片动人的土地。这里的

山水动人，风光旖旎，徐霞客也曾在此流
连忘返，赞其为“粤西第一奇胜”。

更动人的是这里的人文风景。

南丹县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等
12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3/4。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各民族
人民之间彼此尊重、守望互助、携手共进
的情意。这种情意渗透在各民族扶贫干
部、群众对白裤瑶群众的悉心帮扶中，这
种情意已在里湖乡王尚小学的孩子们心底
生根、萌芽，这种情意在人们对白裤瑶文
化的欣赏与保护中流淌……

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多彩而珍贵。为了保
护和传承白裤瑶文化，许多人默默坚守，不

懈努力，他们中既有非遗传承人，也有文化
工作者，更多的是大石山区里普普通通的瑶
族群众。白裤瑶的文化基因在一个个生活细
节里存续、延绵：那是妇女手中五彩丝线织
就的花纹，是“勤泽格拉”中深邃悠远的鼓音、
气势宏大的鼓阵，是在孩子们手下飞速旋转的
陀螺，也是白裤瑶人口耳相传的细话歌。

更让人感动的是，白裤瑶人在坚守的
同时，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学习、
创业、走出去，为追求幸福生活而奋斗。

在白裤瑶群众的新家里，孩子的奖状
总是被张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它们被视为
一个家庭的荣耀，也折射出白裤瑶人教育
观念的改变。白裤瑶孩子们的身上承载着
这个民族的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一代人。
这些孩子既与父辈一样，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对本民族文化充满自豪，又与父辈
不一样，他们成长于新时代，接受现代化
的教育，为自己积蓄看世界的能力。

曾经“月来月当灯”
如今新房高又宽

鸡，是“90后”何正兵微信朋友圈里的
绝对主角。这些在瑶乡山里吃虫啄草、满坡
游走的鸡，有一个专属名字“瑶山鸡”，是
广西四大名鸡之一。

2012年，何正兵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禽畜
养殖公司干过技术员、管理员、市场开发
员，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他决定回乡创业。
2019年，何正兵与合伙人共同创立南丹县远
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带动 46 户村民一同
开展瑶山鸡养殖。由公司提供鸡苗、饲料、
技术，农户负责养殖，出栏时，公司按每只
4元的价格收购。从去年12月至今，已有20
多万只瑶山鸡销往重庆、贵州、湖南等地。

“要脱贫致富就得有产业。”里湖乡乡长
陆朝金介绍，目前，里湖乡的瑶山鸡、黑猪养
殖等均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基地”的模
式，公司承担风险，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

正是染布的季节，里湖乡怀里村村头，
一名白裤瑶妇女站在树旁，小心地用刀从树
干上取下一种黏稠的黄色浆汁。这是只在南
丹瑶寨才能见到的粘膏树，被白裤瑶人视为
母亲树，树汁可用来染布。白裤瑶服饰是彰
显他们民族身份认同的最显著特征，做一套
这样的衣服共有几十道工序，白裤瑶妇女前
后需花费1年的时间。过去，她们用双手给
家人制造温暖，如今，还能为家庭带来更多
的财富。

8岁起，八圩乡瑶寨村大寨一屯村民黎

凤珍即跟随祖母和母亲学习制作瑶族服饰的
技艺。成年后，她曾外出打工，艰辛劳累，
收入却不高。黎凤珍决定回乡做自己最擅长
的事。2005年，她在自家建立了瑶族服饰制作
布料浸染作坊，她染出的布料颜色均匀，久不
褪色，来找她的人越来越多，染缸也从3个扩
展到 10 个。2016 年，黎凤珍家建起了又高又
宽的新房，还在二楼布置了一个白裤瑶服饰
展示厅。“过去谁敢想啊！”黎凤珍回忆，上世
纪 80 年代初，白裤瑶村寨里很多茅草屋，有
些四壁破烂，“风来风扫地，月来月当灯”。

她开始带领身边的白裤瑶妇女一同致
富。2018年，黎凤珍的作坊成为扶贫车间，
妇女领取布料回家加工，由她负责统一销
售。“勤快的妇女 1 个月可以挣到 2500 元，
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干农活。”黎凤
珍说，一套白裤瑶便装售价 2000 元左右，
盛装可达1万元以上。去年，黎凤珍销售了
价值 20 多万元的白裤瑶服饰，被认定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南丹毗邻贵州荔波，白裤瑶文化将它们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地结成跨省县域旅
游联盟，共建“世界白裤瑶乡文化旅游景
区”。“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是南丹易地扶贫
搬迁和旅游开发项目，有里湖王尚、八圩社
区、八圩瑶寨3个安置点，共安置扶贫移民
1.35万人。为了更好地发展白裤瑶文化旅游，
2019年10月，南丹出台了《“千家瑶寨·万户
瑶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移风易俗促文兴旅
实施方案》，开展穿瑶服、讲瑶话、唱瑶歌、
跳瑶舞、育瑶艺等十大行动，引导安置区白裤
瑶群众自主创业，并投入1000多万元在里湖

安置点建设白裤瑶铜鼓、陀螺、服饰等民族工
艺作坊（扶贫车间）。

这一年，黎凤珍的大女儿黎秋亿在里湖
安置点里设立朵努手绣坊，成为广西壮族自
治区妇联授牌的“金绣球”居家灵活就业示
范基地，带动了当地100多户瑶族妇女在家
就业。

截至目前，里湖、八圩两乡仅余 155 户、
878人尚未脱贫，预计都将在今年如期脱贫。

曾经靠刻竹记事
如今榜上有名

1982年，里湖瑶族乡王尚小学校长覃玉
先的第一份工作在瑶里村最偏远的一所小
学，到乡里买米，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背
回去。“到那儿的第一顿晚饭是在大队书记
家吃的，为了招待我，他专门杀了只鸡，这
顿饭我这辈子都忘不了。”38年过去了，覃
玉先始终难忘大队书记对他这个“教书先
生”的尊重。在那里的几年，为了更好地与
白裤瑶人交流，覃玉先学会了说瑶话。这段
经历在覃玉先心里埋下了对教育的执着，也
让他和白裤瑶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和白裤瑶群众交往愈深，覃玉先愈发明
白教育的重要性。《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刊》 的数据显示，上世纪 50 年
代以前，整个白裤瑶社会仅有不到 10 人受
过基础教育，99%的白裤瑶是文盲，民间借
贷等均以刻竹记事或刻木记事。“人民公社
化”时期，因为没有文化，一些生产队只好
用玉米记工分。

通过调查走访，覃玉先和同事们发现，
没有文化仍旧是致贫的重要原因。“有些贫
困户外出务工，却因语言沟通有困难，在广
东的厂子里待不下去，无奈只得回家种田。
人均不到1亩地，一年收入几百元，怎能不
贫困？”覃玉先心痛。“我们没法再给这些孩
子的父辈们更多学习机会，但是，孩子一定
要一个不少的到学校来！只有通过教育，才
能让他们真正地脱贫。”

今年“六一”，学校举办庆祝活动，担
任普通话小解说员的是七八岁的白裤瑶孩子
们，字正腔圆、落落大方，谁能想到，不久
前他们还散居在大山深处，只会说瑶话。

王尚小学是一所以白裤瑶贫困学生为主
的寄宿制小学，每名学生每学期的食宿费用
约1000元，各级政府补助610元，剩余部分
学生还是负担不起怎么办？学校成立“爱心
桥”组织，接受社会力量的资助。覃玉先的
案头放着一沓困难学生信息表，最上面的一
份是一位特困生，接受资助的金额为一学期
500元，由资助者直接打进学生的账户，班主
任代为监管。“有了这 500 元，孩子就能渡过
难关，读书梦就能延续下去。”2020年第一学
期，王尚小学的老师们收集了84份这样的信
息表，在爱心人士和困难学生之间搭起桥梁，
保证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

作为南丹县“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易地扶
贫搬迁和旅游开发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王尚
小学投资7738万元建成，去年9月正式投入使
用，是目前南丹县硬件设施最好的小学。

8月10日，南丹县中考放榜了，里湖中学
有4名学生获得“A+”，白裤瑶学生就有2名，
其中，陆建孝在全县排名第46。这一天，许多白
裤瑶人纷纷在朋友圈里转发着这则喜讯。

曾经藏在深山
如今后继有人

7月29日，怀里村村民在家门口观看了纪
录片《染色的季节》，这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在
南丹举行的纪录片巡展活动，村民们已不是第
一次观看反映白裤瑶人生活的纪录片。为白裤
瑶留下影像资料，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
馆“文化记忆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6年，大学毕业的何春应聘至南丹白裤
瑶生态博物馆工作。随着对“文化记忆工程”的
持续参与，拍摄视频资料、整理白裤瑶经典古
歌谣录音、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解白裤瑶文
化，何春对本民族文化的感情愈加深厚。

2011年8月，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广
西生态博物馆摄影摄像培训班”，陆小元以
村民身份参加。10 天时间里，他学习了拍
摄、剪辑等制片技术和一些纪录片理念。

“回来后，我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 《取
粘膏》。”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的“首届生
态博物馆纪录片影展”上，这部作品获得了
最佳影像奖。陆小元拍摄的纪录片越来越
多，他把镜头对准了白裤瑶人的日常生活和
风俗习惯，粮仓、鸟笼、陀螺等都成为他记
录的对象。

通过参加影展和走出去交流，这些纪录
片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白裤瑶文化。

生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组织爱好摄影的
村民，一同成立了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如
今，他们已完成 50 部关于白裤瑶的人文资
料纪录片，初步建立了白裤瑶文化影像资料
库。从 2013 年起，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
物馆在白裤瑶传统节日“年街节”期间举办

“白裤瑶乡村影像展”，在多个白裤瑶村寨放
映白裤瑶民族文化纪录片。

文化要传承，必须后继有人。作为一所以白
裤瑶孩子为主的学校，王尚小学承担着传承和
保护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2013年，依
托乡村少年宫项目，王尚小学成立了铜鼓传承
班、皮鼓传承班、陀螺传承班、服饰传承班、牛角
传承班和“勤泽格拉”舞蹈传承班等。

穿着黑色长袖衣、及膝白色大裆裤，缠
上色彩明丽的花腰带，拿上陀螺和绑绳，何
光斌的陀螺传承班开课了。急速旋转的陀螺
竟能在他的脚背、手背、手心、额头和指头
上自由旋转，引得孩子们一阵阵欢呼。每
周，孩子们十分期待何光斌的课。和他一起
给孩子们传授白裤瑶文化的还有皮鼓传承人
黎芳才、铜鼓传承人黎政军、服饰传承人何
金秀等。

王尚小学一楼宽敞的大厅里，黎灵、岑
美芬、兰志荣和韦永军正聚在一起，用瑶语
唱着 《我和我的祖国》，壮族学生莫东怡和
韦江丽在一旁跟着哼唱。“白裤瑶没有文
字，语言的保护就尤为重要。”陆朝金介
绍，下一步，王尚小学将继续通过教授瑶语
歌等方式，探索瑶语保护之路。

“发展是对文化最好的保护。”覃玉先说。
几年的全心投入有了回报。如今，不仅白裤瑶
的孩子们掌握了本民族的技艺，更加认同自
己民族的文化，其他民族的孩子也喜欢上白
裤瑶文化。“勤泽格拉”也被称为铜鼓舞，是白
裤瑶民族文化重要的代表性象征之一，2014
年 11 月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孩子们带着《勤泽
格拉》《陀螺炫技》等节目走出学校，参加河池
市文艺汇演、广西 60 周年大庆演出、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大山里的孩子走
出南丹、走出广西，更加自信，更加开朗，也让
更多人见识到白裤瑶文化的魅力。

（本版责任编辑：聂传清 潘旭涛 徐佩玉）

广西南丹白裤瑶续写新时代新故事

“直过”民族掀起山乡巨变
本报记者 尹 婕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这种情意更动人
尹 婕

红水河自西向东，在广西中部穿行，
沿途奇峰异谷，层峦叠嶂，是广西山水中
最为壮观的地方，南丹县是其中的一站。
今天，“中国白裤瑶之乡”让这座山城蜚声
世界。

翻开南丹地图会发现，从南丹县城向

东伸出一对牛角，朝东北的角尖上挂着里
湖瑶族乡，朝东南的角尖上挂着八圩瑶族
乡。这是南丹白裤瑶的主要聚居地，地处
云贵高原西南边缘一带的大石山区。白裤
瑶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直接跨入现
代社会生活形态的“直过”民族。

莽莽深山，曾是白裤瑶的“面纱”，
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却也是道天然屏
障，阻滞了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白裤瑶
人的生存环境要改善、落后现状要改变、
文明进程要提速、民族文化要传承，一场
山乡巨变正在这里上演。

▼在“千家瑶寨·万户瑶乡”八圩瑶寨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村民黎治明 （右） 一家
走出家门。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八圩瑶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红水河南丹段。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白裤瑶妇女在绘制粘膏画。
▲白裤瑶群众表演“勤泽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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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南丹县委
宣传部供图）


